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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通过对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小学生的相关运动能力和身体质量分数(BMI)的关系研究，探

究分析BMI正常范围和肥胖范围对小学生相关运动能力的影响。方法：数据来源为2014年《内蒙古自治

区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报告》，肥胖率检出标准采用《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WGOC)标准》进行计算和评

价。结论：在体重正常与肥胖的男生和女生理指标比较中，肥胖因素主要影响小学生舒张压、收缩压、

肺活量，握力。在体重正常与肥胖的男女体能指标比较中，肥胖因素主要影响小学生50米跑、立定跳远、

耐力跑能力，而对坐位体前屈影响不显著。结论与建议：肥胖小学生体能指标较正常BMI小学生均有所

下降。肥胖主要影响学生50米跑、立定跳远和耐力跑项目，对坐位体前屈成绩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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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explored and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the normal range of BMI and obesity 
on the related exercise ability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in 2014. Methods: The data source is the 2014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Student Phys-
ical Health Survey Report”. The obesity rate detection standard is calculated and evaluated using 
the “Chinese Obesity Working Group (WGOC) Standards”. Results: In the comparison of the physi-
ological indicators of normal weight and obese boys and women, obesity factors mainly affect the 
diastolic and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of the pupil, vital capacity, and grip strength. In the compari-
son of physical fitness index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of normal weight and obesity, obesity 
factors mainly affect the ability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50-meter running, standing long 
jump, and endurance running, but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sitting body forward flexion. Con-
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The physical fitness indexes of obese pupils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normal BMI pupils. Obesity mainly affects students’ 50-meter running, standing long jump, 
and endurance running events, and has little effect on sitting forward bending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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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少年强则国强，然体

质不强，何谈栋梁[1] [2]。青少年的体质问题一直都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3]，因其不仅关系到青少

年的个人健康，而且也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息息相关。近年来学生的身高、体重、胸围等身体形态指

标尽管有些增长，但肺活量水平、速度、力量等体能素质持续下降[4] [5]，肥胖或肥胖学生比率增长较

快[6]，近视率居高不下。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仍不容乐观[7]，青少年的体质健康也是我国学者研究的

重点和热点。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增强体质、健全

人格锤炼意志”，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强调“突出解

决好青少年等重点人群的健康问题”。本研究尝试分析 BMI 正常范围和肥胖范围的小学生相关运动能

力差别，以及肥胖主要影响小学生的生理机能指标。了解和掌握小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为制定和实施

小学生健康促进政策和方案提供依据。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研究对象为参加 2014 年内蒙古自治区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数据中的 7~9 岁(1~3 年级)的小学生。其

中 BMI 在正常范围的小学生 2626 人，BMI 在肥胖范围的内蒙古自治区小学生 45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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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方法 

2.2.1. 肥胖判定标准 
身体质量分数(BMI)是判定肥胖程度的常用指标，中国小学生的标准为 7 岁：13.6 ≤ BMI < 17.4 (男)，

13.2 ≤ BMI < 17.2 (女)。8 岁：13.8 ≤ BMI < 18.1 (男)，13.4 ≤ BMI < 18.1 (女)。9 岁：14.0 ≤ BMI < 18.9 (男)，
13.7 ≤ BMI < 19.0 (女)。肥胖标准 7 岁：BMI ≥ 19.2 (男)，BMI ≥ 18.9 (女)。8 岁：BMI ≥ 20.3 (男)，BMI ≥ 
19.9 (女)。9 岁：BMI ≥ 21.4 (男)，BMI ≥ 21.0 (女)。将选取的 BMI 正常的 2626 名小学生按照性别和地区

分成城区正常男生、城区正常女生、乡村正常男生和乡村正常女生。将选取的 BMI 肥胖的 456 名小学生

按照性别和地区分成城区肥胖男生、城区肥胖女生、乡村肥胖男生和乡村肥胖女生。 

2.2.2. 选取测量指标 
选取测试指标有：身高、体重、脉搏、肺活量、握力、速度、立定跳远、耐力、柔韧性、舒张压、

收缩压。 

2.3. 统计学方法 

运用 Excel 对调查资料进行录入，采用 SPSS 25.0.软件，分析肥胖的小学生生理机能和相关运动能力

的地区差异性，体重在肥胖和正常范围的生理机能及运动能力的差异性。 

3. 结果 

3.1. 体重正常与肥胖男生生理机能和体能指标 

在 1~3 年级城区正常男生和肥胖男生的生理机能比较中可以看出，BMI 正常的城区男生舒张压和收

缩压均值为 61.30 mmHg和 94.56 mmHg。而BMI肥胖范围的城区男生舒张压和收缩压均值为 67.01 mmHg
和 102.13 mmHg。在城区正常男生的舒张压(P < 0.001)、收缩压(P < 0.001)要健康于城区肥胖男生。城区

正常男生肺活量均值 1274.46 ml 小于城区肥胖男生 1569.60 ml (P < 0.001) [8]。城区正常男生和肥胖男生

的握力大小为 11.52 kg 和 14.11 kg，统计学意义差异显著(P < 0.001)。 
在乡村正常男生和肥胖男生的生理机能比较中可以看出，BMI 正常的乡村男生舒张压和收缩压均值

为62.35 mmHg和97.79 mmHg。而BMI肥胖范围的乡村男生舒张压和收缩压均值为67.01 mmHg和 102.13 
mmHg。乡村正常男生的舒张压(P < 0.001)、收缩压(P < 0.001)要健康于肥胖男生。乡村正常男生和肥胖

男生肺活量均值为 1331.59 ml 和 1455.94 ml 统计学意义差异显著(P < 0.001)。乡村正常男生和肥胖男生

的握力大小为 12.68 kg 和 15.13 kg，统计学意义差异显著(P < 0.001)。 
BMI 在正常范围的城区、乡村男生和肥胖男生的安静脉搏比较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

表 1。 
 
Table 1. Physiological function index of normal weight and obese boys in grade 1~3 of primary school 
表 1. 小学 1~3 年级体重正常与肥胖男生生理机能指标 

民

族 BMI范围 人数 统计值 安静脉搏 
(次/分) 

舒张压 
(mmHg) 

收缩压 
(mmHg) 

肺活量 
(ml) 

握力 
(kg) 

城

区 

正常 500  88.10 ± 9.24 61.30 ± 8.14 94.56 ± 10.14 1274.46 ± 408.07 11.52 ± 3.71 

肥胖 141  90.02 ± 10.61 67.01 ± 9.47 102.13 ± 11.18 1569.60 ± 496.86 14.11 ± 4.80 

  P 值 0.035 0.000 0.000 0.000 0.000 

乡

村 

正常 813  92.08 ± 11.31 62.35 ± 8.18 97.79 ± 11.79 1331.59 ± 421.09 12.68 ± 3.30 

肥胖 144  94.13 ± 12.01 68.57 ± 9.53 106.48 ± 12.74 1455.94 ± 447.09 15.13 ± 3.64 

  P 值 0.048 0.000 0.000 0.00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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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3年级城区正常男生和肥胖男生的体能指标比较中可以看出，城区正常男生50米跑均数为10.34 s，
而肥胖的城区男生 50 米跑均数为 10.83 s。正常 BMI 城区男生 50 米跑成绩高于肥胖男生，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 < 0.001)。城区正常男生立定跳远均数为 130.62 cm，而肥胖的城区男生立定跳远均数为 121.74 cm。

正常 BMI 城区男生立定跳远成绩高于肥胖男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城区正常男生耐力跑

均数为128.55 s，而肥胖的城区男生耐力跑均数为141.62 s。正常BMI城区男生耐力跑成绩高于肥胖男生，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 
在乡村正常男生和肥胖男生的体能指标比较中可以看出，乡村正常男生 50 跑均数为 10.14 s，而肥胖

的乡村男生 50 米跑均数为 10.67 s。正常 BMI 乡村男生 50 米跑成绩高于肥胖男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01)。乡村正常男生立定跳远均数为 131.69 cm，而肥胖的乡村男生立定跳远均数为 119.09 cm。正

常 BMI 乡村男生立定跳远成绩高于肥胖男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乡村正常男生耐力跑均

数为 126.03 s，而肥胖的乡村男生耐力跑均数为 136.91 s。正常 BMI 乡村男生耐力跑成绩高于肥胖男生，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 
而坐位体前屈的项目中，城区正常的男生和肥胖的男生以及乡村正常的男生和肥胖的男生的比较分

析中，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2。 
 
Table 2. Physical fitness index of normal weight and obese boys in grade 1~3 of primary school 
表 2. 小学 1~3 年级体重正常与肥胖男生体能指标 

民族 BMI 范围 人数 统计值 50 米跑(s) 立定跳远(cm) 耐力跑(s) 坐位体前屈(cm) 

城区 

正常 500  10.34 ± 1.00 130.62 ± 19.72 128.55 ± 13.42 4.94 ± 5.64 

肥胖 141  10.83 ± 1.13 121.74 ± 18.74 141.62 ± 14.16 5.05 ± 5.76 

  P 值 0.000 0.000 0.000 0.843 

乡村 

正常 813  10.14 ± 1.04 131.69 ± 20.34 126.03 ± 13.50 6.67 ± 5.44 

肥胖 144  10.67 ± 1.01 119.09 ± 17.59 136.91 ± 15.31 6.76 ± 5.39 

  P 值 0.000 0.000 0.000 0.855 

3.2. 体重正常与肥胖女生生理机能和体能指标 

在 1~3 年级城区正常女生和肥胖女生的生理机能比较中可以看出，BMI 正常的城区女生舒张压和收

缩压均值为 61.65 mmHg 和 93.95 mmHg。而 BMI 在肥胖范围的城区女生舒张压和收缩压均值为 66.33 
mmHg 和 99.21 mmHg。城区正常女生的舒张压、收缩压要健康于城区肥胖女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城区正常女生和肥胖女生的肺活量大小为 1145.37 ml 和 1239.39 m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城区正常女生和肥胖女生的握力大小为 10.44 kg 和 11.77 kg，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 
在乡村正常女生和肥胖女生的生理机能比较中可以看出，BMI 正常的乡村女生舒张压和收缩压均值为

61.70 mmHg和 96.67 mmHg。而BMI在肥胖范围的乡村女生舒张压和收缩压均值为 66.92 mmHg和 105.09 
mmHg。乡村正常女生的舒张压(P < 0.001)、收缩压(P < 0.001)要健康于肥胖女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乡村正常女生和肥胖女生的握力大小为 11.52 kg 和 12.59 kg，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两组安静

脉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3。 
在1~3年级城区正常女生和肥胖女生的体能指标比较中可以看出，城区正常女生50米跑均数为10.97 s，

而肥胖的城区女生 50 米跑均数为 11.62 s，正常 BMI 城区女生 50 米跑成绩高于肥胖女生，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 < 0.001)。城区正常女生立定跳远均数为 120.02 cm，而肥胖的城区女生立定跳远均数为 110.08 cm。

正常 BMI 城区女生立定跳远成绩高于肥胖女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城区正常女生耐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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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数为134.08 s，而肥胖的城区女生耐力跑均数为144.72 s。正常BMI城区女生耐力跑成绩高于肥胖女生，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 
 
Table 3. Physiological function index of normal weight and obese girls in grade 1~3 of primary school 
表 3. 小学 1~3 年级体重正常与肥胖女生生理机能指标 

民族 BMI 范围 人数 统计值 安静脉搏 
(次/分) 

舒张压 
(mmHg) 

收缩压 
(mmHg) 

肺活量 
(ml) 

握力 
(kg) 

城区 

正常 558  89.34 ± 9.20 61.65 ± 8.51 93.95 ± 10.04 1145.37 ± 337.71 10.44 ± 3.54 

肥胖 95  88.43 ± 7.98 66.33 ± 8.65 99.21 ± 10.10 1239.39 ± 345.75 11.77 ± 4.23 

  P 值 0.368 0.000 0.000 0.013 0.001 

乡村 

正常 813  93.27 ± 11.75 61.70 ± 8.78 96.67 ± 11.38 1224.27 ± 419.47 11.25 ± 2.93 

肥胖 76  94.92 ± 13.52 66.92 ± 8.68 105.09 ± 12.19 1284.57 ± 447.03 12.59 ± 3.45 

  P 值 0.249 0.000 0.000 0.234 0.000 

 
在 1~3年级乡村正常女生和肥胖女生的体能指标比较中可以看出，乡村正常女生 50米跑均数为 10.69 

s，而肥胖的乡村女生 50 米跑均数为 11.22 s。正常 BMI 乡村女生 50 米跑成绩高于肥胖女生，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 < 0.05)。乡村正常女生立定跳远均数为 122.66 cm，而肥胖的乡村女生立定跳远均数为

108.64 cm。正常 BMI 乡村女生立定跳远成绩高于肥胖女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乡村正常

女生耐力跑均数为 131.34 s，而肥胖的乡村女生耐力跑均数为 142.79 s。正常 BMI 乡村女生耐力跑成绩高

于肥胖女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 
而坐位体前屈的项目中正常的女生和肥胖的女生的比较分析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4。 

 
Table 4. Physical fitness index of normal weight and obese girls in grade 1~3 of primary school 
表 4. 小学 1~3 年级体重正常与肥胖女生体能指标 

民族 BMI 范围 人数 统计值 50 米跑(s) 立定跳远(cm) 耐力跑(s) 坐位体前屈(cm) 

城区 

正常 558  10.97 ± 1.05 120.02 ± 18.08 134.08 ± 13.89 9.95 ± 5.61 

肥胖 95  11.62 ± 1.29 110.08 ± 16.02 144.72 ± 15.78 10.25 ± 5.17 

  P 值 0.000 0.000 0.000 0.623 

乡村 

正常 813  10.69 ± 1.07 122.66 ± 19.54 131.34 ± 12.56 9.52 ± 5.41 

肥胖 76  11.22 ± 1.09 108.64 ± 17.95 142.79 ± 12.53 8.50 ± 5.45 

  P 值 0.000 0.000 0.000 0.118 

4. 结论与建议 

在生理机能指标方面肥胖的小学生主要在舒张压，收缩压和握力方面与正常 BMI 的小学生存在明显

差距。在体能指标方面，肥胖的小学生在 50 米跑，立定跳远，耐力跑方面均不如正常 BMI 学生。而坐

位体前屈的成绩与肥胖无明显关系。 
小学生在生理机能指标方面地区因素主要影响安静脉搏，收缩压。在体能指标方面，正常 BMI 小学

生在 50 米跑，耐力跑方面存在地区差异。 
身体锻炼匮乏是影响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的重要因素[9]，家庭体育锻炼氛围[10] [11]和学校体育在

提升青少年身体活动中起主导作用，我国家长[12]和学生对于肥胖危害、健康饮食[13] [14]和合理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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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知识的认识有很大的不足。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对自身的健康成长和长期稳定的学习参与有显著

的影响[15]，所以从学生健康成长[16]和稳定学习两方面做考虑，全面地加强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是非

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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